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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品牌的跨文化传播对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文化强国战

略的视角，探讨南昌“八一”文化品牌的跨文化传播策略。针对品牌在跨文化传播中面临的内涵挖掘不足、经济

效应有限、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等挑战，提出了一系列优化路径，包括聚焦品牌的普世价值，挖掘和平与尊严的

文化内涵；利用数智化手段赋能品牌生态链，打造数字文化产品、构建多元化品牌生态；加强文化交流与国际合

作，推动文化产品和文旅线路的全球推广；培养多语种本地化人才，提升传播的精准性与文化适配能力。通过这

些策略，旨在突破传播壁垒，推动“八一”文化品牌在国际市场的广泛传播和深度认同，助力江西文化产业的发

展，提升中国文化品牌的全球影响力，实现文化强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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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cultural brand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nhancing a nation’s cultural soft power.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of Nanchang 
August 1st cultural br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ilding a strong socialist culture in China . Addressing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exploration of brand connotations, limited economic effects,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language barriers in 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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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文化品牌的国际传播不

仅是文化输出的重要手段，更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体

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文化强国战略，为文

化品牌的国际化传播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机遇。十九届

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 2035 年建成文化强国。2025 年 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若

干经济政策》的通知，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 
“八一”南昌起义是江西独有的文化符号和历史

记忆，“八一”是其独特的文化品牌，承载着丰富的历

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塑造与传播八一文化品牌是发展

繁荣江西文化产业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文化强国视

域，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探讨如何在国际传播中，突

破文化差异与传播障碍，打破政策与市场壁垒，提升八

一文化品牌的影响力，推进品牌建设，使其在不同文化

背景下被广泛认知和接受。 
2 文化强国战略下的中国文化品牌国际传播现状 
“文化强国”战略的核心目标是通过文化自信与

文化创新，强化中国在全球文化格局中的话语权和影

响力，通过多层次的文化互动，推动中华文化在全球范

围内的传播与接受，增进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与认同。 
《2024 中华文化符号国际传播指数（CSIC）报告》

显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呈现出海内容“国潮”化、主

体多元化、赛道细分化、生态延展化等[1]。 “China Travel”
最前线上海、冰雪哈尔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阿勒泰、

中轴线上的文化脊梁北京、千年古城大同等成为最有

国际影响力的地方文化热点。这表明，推动地方文化品

牌建设，除了需充分挖掘传统文化元素外，还应与现代

文明相融合，促进文化品牌建设的系统化与文化产品

营销的精准化。 
3 南昌“八一”文化品牌跨文化传播面临的挑战 
文化品牌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一张靓丽名片，近

年来，南昌市全力做好“八一”文章，加快构建“八一”

文化品牌，如打造多样的“八一”地标、举办“八一文

化艺术节”、推广 “八一”+文创产品，形成浓郁的“八

一”文化氛围。然而，受制于复杂的内外因素影响，依

然面临传播效果不佳的问题。 
3.1 品牌现代内涵的挖掘不深 
“八一”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革命精神，其文化基

因已深入城市血脉，所以南昌历来重视“八一”文化的

传承与弘扬。然而，却缺乏文化品牌现代内涵的系统性

建构。如品牌内涵更多围绕南昌起义的历史范畴，立足

名人、事件等进行文化资源开发或突出爱国主义教育

功能等，打造红色文化品牌。 
成长于社会大变革的 Z 世代，推动着社会的思想

观念转型与代际价值观更替。“八一”文化品牌的文化

内涵也需要与时俱进，不仅仅是简单的符号传递，更需

要转化为符合新时代需求的价值，赋予品牌更多的活

力和吸引力，让新一代能够更加亲近与接受，构建新时

代的文化体验。 
3.2 品牌经济效应局限，品牌传播效果不佳 
南昌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的研究指出，“八一”文化

品牌在助推本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与延安、西柏

坡、井冈山相比存在差距，产业带动作用不明显，未形

成完整的文化产业生态链，文化旅游资源未得到有效

整合与开发。 
传播方面，以政府为单一主体，文化企业和民众的

参与感不强。存在传播内容单一，缺乏创新；传播渠道

局限，受众定位不精准；品牌与市场需求的脱节，缺乏

系统化的品牌运营与资源整合及缺乏跨文化传播的战

略等问题。“文化品牌与区域品牌协同力不足，未能借

助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挖掘出新的品牌增长点。”[2] 

3.3 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差异与接受度问题 
跨文化传播倡导从他者的视角出发思考问题，强

调在“我”与他者之间形成主体间性的理想状态，注重

在不同文化间生成融合的“我们”，所以文化差异是影

响传播的关键因素，同一信息，不同文化背景下其接受

度和解读方式可能大相径庭。“八一”文化品牌的核心

元素是红色文化与中国革命历史，对外传播中，不同国

家和地区对中国红色文化、革命历史等元素的理解与

接受程度存在差异，甚至可能引发文化冲突和误读。所

以“八一”文化品牌对外传播必须精确地了解目标市场

的文化需求，从而精准地传达品牌的价值，避免品牌信

息未能准确地传达或被误解，影响品牌形象的建立和

受众的认同。 
3.4 跨文化沟通中的语言障碍 
语言障碍是跨文化传播中最常见的问题，这不仅

仅是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是一个复杂且多维的挑战，常

常表现为多种形式。如语言层面，由于不同语言中的词

汇、表达方式、语气等原因，导致翻译中可能存在错译、

误译等问题，“milk road——牛奶路”就是一个非常具

有代表性的例子。文化层面，语言使用习惯和语境等与

文化息息相关，例如，西方推崇直接表达，而在日本，

间接表达备受青睐。汉语说“背靠大树好乘凉”，日语

则是“大船に乗る”。前者体现了农耕文明，后者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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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海洋文明。其他在非语言沟通及情感层面 也会因文

化差异而存在许多不同。各种因素作用下，可能会造成

信息传递的混淆、误解等，影响传播效果。 
影响“八一”文化品牌跨文化传播的因素很多，上

述所列仅是一些代表性的内因与外因，如何克服各种

问题，加强品牌的跨文化传播，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4 “八一”文化品牌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所谓跨文化传播，就是不同文化之间以及处于

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与互动……以及

各种文化要素在全球社会中流动、共享、渗透和迁移的

过程。”[3]实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八一”文化品牌传

播，可结合上述挑战，在理解文化背景差异，尊重当地

文化习俗等的前提下，根据目标市场进行调整。 
4.1 挖掘品牌文化内涵与现代传播的契合点 
“八一”文化品牌的跨文化传播，不仅需要深入挖

掘其历史价值和革命精神，更要在现代传播语境中找

到与当代社会文化需求的契合点，寻求超越国界的普

遍意义。 
和平与尊严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八一”南昌起义，

作为中国革命的开端之一，展现的追求尊严与自由的

普遍性精神，具有跨越时空的价值和意义，英雄主义、

奋斗精神和无畏困难的品格依然能够激发新一代的认

同。 
“八一”南昌起义蕴含的历史智慧和战略理念，为

世界各国尤其是冲突地区提供一种解决纷争、寻求和

平的文化参照。当今国际环境动荡不安，“俄乌冲突”

和“巴以冲突”雄霸新闻热点，解决这两个冲突，可以

从南昌起义中的人民战争思想、游击战术的成功实践，

以及面对冲突与分裂，团结与共识才是走向和平的途

径中汲取智慧。 
4.2 提升品牌经济效应，构建多元化品牌生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推进“八一”文化品牌的

跨文化传播，使之在不同环境中焕发新的活力，还需要

从经济效益和品牌生态的构建上入手，实现多元化的

发展路径。 
拓展品牌商业化空间。大力开发文化旅游产品。

240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实施后，“周五下班去中国”火了，

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一趟说走就走的“China Travel”，
全方位、多角度地体验中国、了解中国，感受中国人民

的热情与友善。借此东风，可以深度开发与“八一”文化

相关的纪念商品、旅游线路、主题酒店等，打造具有深

厚文化背景的旅游生态圈。 
打造数智化品牌生态。数智化时代，传统的文化传

播手段已不能满足现代需要，技术赋能、数据驱动和智

能化应用，即构建数智化品牌生态成为品牌提升市场

竞争力和长期发展的重要策略。打造数智化“八一”文

化品牌生态，不仅有助于提升经济效益，更能够在全球

化和本土化之间找到平衡，促进文化的深度传播和国

际认同。如积极发展数字文化产品，利用 VR 和 AR 技

术，打造沉浸式“八一”文化体验馆；借助短视频平台和

社交媒体，如 TikTok、如小红书等，将“八一”文化以更

生动和有趣的方式传播，既扩大的参与主体，又扩展品

牌的社会影响力。还可以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如阿里巴

巴、亚马逊等，向国际市场推广“八一”文化产品，打

造全球范围内的品牌知名度。注重智能化服务与体验，

如结合消费者的历史兴趣和购买记录，提供智能化的

文化产品推荐等。 
4.3 尊重文化差异，深入理解目标受众文化背景 
文化差异是跨文化传播的最大壁垒，每个文化都

有其独特性，只有充分了解并尊重这些差异，才能在全

球化的语境中建立深刻的文化联系，避免误解与冲突，

并确保品牌与受众的有效互动。 
“八一”文化背后承载着中国人民强烈的革命情

感和历史意义，红色特征鲜明，而许多国家的受众对中

国革命史了解较少，可能与他们的历史记忆或价值观

不完全契合。比如，西方强调个人主义，而中国的“八

一”文化更多地突出集体主义、民族复兴和社会责任。

所以跨文化传播中，可通过大数据分析和社交媒体工

具等，深入理解和了解目标受众的特点，实时洞察受众

对品牌文化的反应，调整传播内容或策略，不能仅局限

于信息的传递，更要通过情感化的方式与受众建立深

层的情感联系，确保核心价值不被稀释或扭曲。例如，

在一些国家，强调“英雄”的故事可能更具吸引力，而在

其他国家，强调品牌的社会责任感和环保意识可能更

具市场潜力。 
4.4 语言和符号的本地化 
语言是最直接的沟通工具，克服语言障碍，语言和

符号的适应性至关重要。“八一”文化品牌的传播，首

先要确保品牌信息能够被全球受众准确理解，并与当

地文化产生共鸣。因此品牌的本地化是跨文化传播成

功的关键。 
首先是语言本地化，语言本地化不只是一种语言

转换为另一种语言，还包括语境适配、情感传递与文化

转译等，即确保原始信息内容完整传递的同时，对特定

的文化符号、历史事件和情感价值进行转译，使其中蕴

含的情感和价值能够在目标语言中完整传递并引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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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 
其次，根据不同市场的文化特色进行文化符号的

调整，包括文案、故事选择、视觉设计等。红色在中国

文化中象征着好运和喜庆，而在某些西方文化中，则可

能与危险或警告相关。因此，品牌在设计时，需要加强

对色彩等的敏感性，确保品牌信息能够被目标市场准

确理解和接受。本地化的文案排版设计还需符合受众

的审美需求。西方以几何学的对称为美，而东方则以掩

映错落为美。 
针对“八一”文化品牌跨文化传播中的面临的挑战，

提出上述几点策略，下面讨论实施跨文化传播中的一

些具体途径。 
5 “八一”文化品牌跨文化传播的实施途径 
推进“八一”文化品牌的跨文化传播，助力江西文

化产业发展，可以通过加强自身品牌建设，夯实品牌推

广等途径实施。 
5.1 聚焦普世价值 
弱化品牌中抽象的历史概念和历史背景中的政治

性，聚焦普世价值。如讲述南昌起义中的英雄故事或起

义中的谋略布局，使受众更容易通过具体的人物和情

节理解事件的意义。以“和平”“自由”“尊严”等价值观为

切入点，讲述普通人为了不平凡的事业而奋斗，引发不

同文化背景下不同受众的共鸣，拉近彼此的情感距离。 
针对国际热点事件（如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将

南昌起义中的战略理念与和平主题相结合，传递“以史

为鉴、追求和平”的理念，共享“八一”文化的历史智

慧。或与国际知名品牌联合推出跨界产品，如以“八一”

文化为主题的游戏角色或漫画 IP 形象等，将革命文化

融入年轻人喜爱的现代潮流中。 
5.2 数智赋能品牌生态链 
利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多元化渠道进行传

播。2025 年新年伊始，“Tiktok 难民”一词横扫各国

新闻媒体，小红书在海外 APP Store 下载榜中迅速登顶。

这充分说明中国的社交媒体正走向全球视野，利用这

些平台能够帮助品牌与全球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进行

互动，增加品牌的曝光率和影响力。利用 VR 和 AR 技

术，打造沉浸式“八一”文化体验馆，提供智能化服务与

体验。 
发展线上商城，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八一文化相关

的文创产品，推动数字化营销，利用数字技术扩大品牌

的传播效应和经济效益。推出“八一文化虚拟博物馆”，

打造虚拟体验，让全球用户在线体验革命历史。 
5.3 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 

克服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八一”文化品牌需针

对不同的目标市场，进行深入的文化研究，可以利用社

交媒体平台的数据分析功能，了解目标受众的历史、文

化、价值观念、关注热点、禁忌等，从而在产品形象塑

造、品牌服务设计及方案宣传等方面，尽可能地避免因

文化误解导致的矛盾或负面情绪。也可与国际文化机

构、企业和媒体等合作，推动跨文化交流活动。如搭建

文化交流平台，分享“八一”文化的历史智慧和当代价

值；拓展国际文旅线路，结合江西的自然与人文资源，

开发“红色之旅”主题路线，吸引更多国际游客体验八

一文化；推动文化产品合作，设计结合八一文化元素的

跨界艺术品，扩大品牌国际影响力；联合公益活动，开

展和平主题的公益活动，将“八一”文化融入全球和平

倡议。 
5.4 培育多语种本地化人才 
文化品牌的跨文化传播及促进品牌的本地化，不

可或缺的是专业人才。专业体现在懂文化、擅经营、会

管理等方面，如果能精通外语，则更加如虎添翼。培养

和引进多语种人才，提高传播的精准性和适应性。如可

与国内外高校合作，设立以“八一”文化为主题的翻译

与传播课程，培养熟悉“八一”文化背景的语言人才。

在目标传播地区设立本地化团队，结合当地文化背景

优化传播策略。针对不同语言的受众，创建多语种官网，

提供主流语言版本的“八一”文化品牌介绍；制作高质

量的双语宣传资料，确保“八一”文化的内容能准确传

递。 
6 总结 
中国文化品牌在跨文化传播中，面临品牌内涵挖

掘不深、效益不强等内因，文化差异大、郭文障碍等外

因的挑战，所以导致传播范围有限，接受度不强等结果。

本文探讨了“八一”文化品牌跨文化传播的困境与策略，

提出培育专业人才，夯实品牌自己建设，利用数智化赋

能，通过产品本地化，从而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实现

文化强国目标。 
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传播的作用愈加重要。中国

品牌的跨文化传播，既是文化强国战略的体现，也是中

国品牌走向世界的关键步骤。成功的跨文化传播能够

帮助中国品牌在国际市场中脱颖而出，赢得更多的市

场份额，同时也能有效地传播中国文化，提升中国文化

在全球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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